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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历程。

50年来，沈阳市委党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渐趋

成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弦。沈阳

市委党校已近“天命一之年，走向成熟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党的领导体制和党校的性质决定，沈阳市委党校 ．

50年来取得的每一重大成就，发生的每一重大曲折，都

与全党全国的大气候密不可分。

沈阳市委党校是在中共沈阳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培

训沈阳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组织和培养马克思主义

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重要阵地；是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50年来，特别
”

是改革开放20年来，沈阳市委党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对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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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进行轮训和培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先后举办各种轮训班、培训班、短训班和业余

教育班共54种584期，培训领导干部、宣传理论干部和

其他学员计91，016人次，为提高干部素质，加强沈阳

市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党校自 ．

身建设也渐入佳境，由初创时期设备简陋、师资匮乏、校

园狭小、培训层次较低的学校，发展成为学科门类比较

齐全、师资力量比较雄厚、组织机构健全、校园环境优

美的全市干部学习的重要基地。完全可以想见，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她必将为沈阳市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自身也必将取

得更大的发展。

当然，沈阳市委党校的发展与建国后党的发展一

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前30年，也曾走过一

些曲折的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可以知来，这

也是我们修志的动因之一。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回首往昔，慷慨良多。在 ．

’

纪念建校5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忆起历届市委领导

对党校的关怀，不能不忆起市委、市府各部门以及其他
一

诸多单位对党校的支持，不能不忆起万千校友对党校的

关爱，不能不忆起几代员工为党校的发展所付出的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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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因此，也不能不籍此机会，对所有为党校发展做

出贡献的领导和同志谨致谢意。

古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劳改

革开放已成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的未来在邓小平

理论的指导下，必然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

欣逢盛世，中共沈阳市委党校也必然会进一步焕发青

春，获得更快的发展。让我们张开双臂，热情满怀地迎

接绚丽多彩的明天吧1

199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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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一

一、领导体制和校级领导班子沿革

市委党校从建校之日起，在较长时期内都是市委主要领导

兼任校长。校内先后由专职教育主任、教育长、副校长或第一

副校长主持工作．有一段时间校内也设过专职校长，市委则由

1名书记或副书记分管党校工作。校内的领导体制大体经过3

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底，基本上实行专职

校长(或行政首长)负责制。校内—切重大问题由校长决定并

负责。党委主要是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

证和监督行政任务的完成。

1949年党校初建时，没有配专职校长，当时校内最高行政

领导是教育主任，主持校内全面工作。张苏平任教育主任。同

年11月中旬，增设了专职教育长，校内工作改由教育长主持。

李欣任教育长。1950年3月，张苏平离任。1951年3月，李欣

离任，市委为党校调来副校长，并主持校内全面工作，从此党

校有了专职副校长。贺凌任副校长，1956年8月任第一副校长，

1956年11月任校长。1955年9月至1956年8月，贺凌到中央

党校学习，林干到校工作，任副校长(主持工作)。1958年12

月，贺凌离任。1960年6月，林干离任。
． 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从1952年底开始，党

校在副校长的领导下，又先后增设了副教育长或教育长，以协

助校长分管教学工作。

． ＼，夕



1956年3月，党校曾组建过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是在

校长领导下由教育长、各处室和部分教研组负责人组成。校务

委员会是贯彻集体领导原则的议事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讨

论党校的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讲稿、预决算和干部调动等事

宜。同年年底，由于党校领导体制的变化，校务委员会即停止

活动。

第二阶段：1956年底到1983年8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分工负责制。1956年9月，中央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根据八大关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精神，从1956年底起，

党校的领导体制开始向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过渡。特

别是整风“反右”以后，党委设立了常委会，党委常委会对党

校工作全面负责。校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委常委会集体讨

论决定，然后按照常委的分工分头贯彻落实。

在这一阶段，市委在任命党校校长或副校长的同时，都任

命其党内职务，即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党委常委。1959年9月，

俞末平到校工作，任校长、党委书记。1960年6月高亮任副校

长，9月又兼任党委副书记。1965年5月，自非任副校长、党

委副书记，年末到职。 ，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1977年11月，市委决定恢复市

委党校，重新任命了党校副校长，同时分别兼任党委书记、副

书记或党委常委。重新组建的党委常委会，仍然实行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党委直接对市委和兼职校长负责。1977 ．

年儿月，俞末平任副校长、党委书记，高亮任副校长，党委副

书记。1978年11月，李英华到校，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79

年4月，李强到校，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79年6月，李
’

英华离任。1979年10月，徐倜任副校长、党委常委。1981年

5月，李生录任副校长、党委常委。1982年12月，俞末平、高

亮离休。1983年1月，徐倜任第-N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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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83年8月到1999年，党校实行校委制。1983

年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铡叟。4月，中共中央颁发
了《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根据中央关于实现党校

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和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精神，6月27

日，市委党校向市委提出<关于改变党校的领导体制的请示报

告》。8月13日，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将党校的领导体制由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委负责制。8月18日，市委组织

部发出‘关于改变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党的隶属关系的通知》。

《通知》指出：“经市委常委讨论同意，将市委党校党委制改为

校务委员会制。组建市委党校机关党委，隶属市委直属机关党

委领导”。市委批准，校委会由徐倜、李生录、李强、张玉芳、

李应钦组成。徐倜主持校委会工作。校委会对机关党委具有指

导关系。从此党校的领导体制进入了校委制的阶段。校委会直

接对市委和兼职校长负责。
‘

一n
，

此后，党校领导体制无变化，领导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多

有变动。1984年10月，裴烽到校，任副校长、校委委员。1985

年4月，梁国春到校，任副校长、校委委员。1987年6月，裴

烽离任。1988年8月，王道臣任副校长、校委委员。1989年5

月，李强离休。1989年12月，蔺欣荣到校，任副校长、校委委

员。1990年6月，徐倜离休，蔺欣荣任第一副校长。1991年5

月，李生录离任。1995年6月，都兴汉任副校长、校委委员。目

前，校委会由第一副校长蔺欣荣、副校长梁国春、副校长王道

臣、副校长都兴汉组成，蔺欣荣主持校委会工作。

二、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职情况

． 党校建校初期，只有16名职工，组织机构很不健全。设班

主任3人，负责学员管理；行政后勤干部5人，分管伙食、行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政、组织、保卫、财务工作。另7人是炊事、勤杂人员。到1949

年底，市委又为党校增派了教育长。

1950年，在教育长领导下，开始设置了组教科和总务股，全

校员工增到28人。组教科长孙义忠，总务股长刘永、副股长萄

纪刚。

1951年党校开始走向正规化。3月，贺凌副校长到任，职

工队伍增加到39人。原组教科分为教育科和组织科。总务股改

为总务科。教育科长郭素彦，组织科长孙义忠，总务科长宫锡

纯、副科长苟纪刚。

党校新校舍建成后，培训规模急剧扩大，1952年职工队伍

猛增到63人。党校的机构设置除教育科、组织科、总务科外又

增设了秘书科，同时为加强教学辅导组建了研究室．并成立了

团干班。教育科长郭素彦，组织科长周岚(兼)、副科长曲世全，

总务科长宫锡纯、副科长苟纪刚(后期崔士忠负责)，秘书科副

科长阎永章，研究室先后由赵平、王春年负责。团干班班主任

周岚任专职副书记。9月，撤销秘书科改设校办公室，办公室由

秘书主持。市委决定李慈来校，任副教育长，协助校长加强教

学管理。1953年，党校的机构设置有校务行政办公室、教育科、

行政科、研究室和党委办公室。与此同时，还选配一批班主任，

加强了对学员班的领导。校务行政办公室由副主任吕广金主持

工作。教育科科长寇杰。行政科先舌由崔士忠和王成章主持。研

究室划分三个小组，即党史组、政治经济学组和政治常识组。研

究室的组长由王春年、陈国英等负责。党委办公室由专职副书

记周岚主持。是年，党校员工人数发展到88人。

1954年1月3日，市委批准党校原有各科室改为处级建

制。当时的机构设置是：校部办公室、教务处、组织处、行政

处、团训处。研究室改为教研室。取消党委办公室，党委办事

机构设在组织处。校部办公室由秘书主持日常工作。教务处由

——4一



副处长张世修主持工作，组织处处长由专职党委副书记周岚兼

任，教研室主任由副教育长李慈兼任。下设党史教研组，组长

丛选来；党建教研组，副组长陈国英；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建设

教研组，组长杨文源；联共(布)党史教研组，组长崔士忠。行

政处由副处长吕广金主持工作，下设伙食科、总务科、卫生所、

财务室；团训处处长杨风岐，副处长范兆林。9月，副教育长李

慈离任，市委决定张育英为党校教育长。当年，党校员工增长

到137人． ．

1955年，党校的机构设置和干部任免小有调整。3月10日，

任命陈文波为校务行政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8月，经省委

批准，任命高亮为副教育长，兼教研室主任，教育长张育英11

月离任。9月，党委专职副书记周岚外出学习，11月22日由徐

君英任专职副书记。年末撤销联共(布)党史教研组，建立马

克思主义哲学教研组。全校员工130人

1956年4月，市委批准胡元明为团训处副处长。9月11日，

经省委批准王殿礼任副教育长。

1956年年底，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精

神，党校的机构设置变动较大。重点是扩大和加强教研部门。撤

销原综合性教研室，分别成立3个教研室、2个教研组，即哲学

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组、时事

政策教研组。哲学教研室由副主任周岚主持工作，政治经济学

教研室由副主任杨文源主持工作，党史教研室由副主任丛选来

主持工作，党建教研组组长刘安义、副组长陈国英，时事政策

教研组组长车俊新。校办公室副主任仍为陈文波。教务处和组

织处合并称组教处，副处长万连庆主持工作。行政处仍由副处

长吕广金主持工作，5月17日又任命王成章为副处长。原组织

处一部分党务工作划分出来，成立了党委办公室，由副主任曲

世全主持工作。同年8月23日，根据市委决定党校撤销了团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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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市内另建市团校。这—年党校职工人数上升到140人。

1957年校内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职无变化。

1958年底，根据中央关于精简机构的精神，党校的机构设

置进行了较大变动。撤销了校部办公室、组教处、行政处、时

事政策教研组，成立了党委办公室、教务科、校务科、并将党

的建设教研组与党史教研室合并为党史党建教研室。党委办公

室先由陈文波任主任，后任命万连庆为副主任(主持工作)。其

他科室负责人为：教务科长崔士忠，校务科长陈文波，哲学教

研室副主任周岚(主持工作)，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杨文源

(主持工作)，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丛选来(主持工作)、陈国

英。年末员工人数为139人。 ·

1959年1月27日，副教育长王殿礼离任。8月，党校各行

政科室又恢复处级建制，年底建立图书资料室，教研室设置没

有变化，干部任命有调整。全校员工147人。各处、室负责人为：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曲世全(主持工作)；教务处副处长万连庆

(主持工作)；校务处处长陈文波；图书资料室副主任崔士忠

(主持工作)；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徐倜，副主任杨文源、裴

洪瑞；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梁志久(主持工作)、丛选来、陈

国英；哲学教研室主任周岚，副主任张玉芳。

1960年，党校机构设置相对稳定，干部任免变动较大。全

校员工161人。6月17日，市委决定：徐倜任教育长，周岚任

副教育长。各处室的干部任职情况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曲世

全(主持工作)；教务处处长万连庆；校务处处长陈文波，副处

长阎永章；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杨文源，副主任裴洪瑞、罗

洪鹏；哲学教研室主任张玉芳，副主任阎文庆；党史党建教研

室主任梁志久，副主任丛选来、陈国英；图书资料室副主任崔

士忠(主持工作)。

1961年5月31日，市委决定撤销市工农干部文化学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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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舍、设备、人员并入市委党校。党校职工人数增至242人，

机构设置也有较大变化。6月11日教务处改为组教处，校务处

改为总务处。10月以后又陆续增设了基层党校工作处，语文教

研室和时事政策教研室。当年各处室干部任职情况是：办公室

副主任曲世全(主恃工作)；组教处长万连庆，副处长李应钦、

宋巨川(后调到基层党校工作处)；总务处长陈文波，副处长阎

永章、仇龙章(后调出)；哲学教研室主任张玉芳，副主任阎文

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杨文源，副主任裴洪瑞、罗洪鹏

(后调到时事政策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梁志久，副主

任丛选来、陈国英；图书资料室副主任崔士忠(主持工作)；语

文教研室副主任张闻多(主持工作)；基层党校工作处副处长宋

巨川(主持工作)；时事政策教研室副主任罗洪鹏(主持工作)。

1962年，党校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职小有调整。撤销了

语文教研室，又组建了国际共运教研组。原文化干校并入的人

员部分调出，全校职工187人。当年，各处室负责人的任职情况

是：办公室副主任李应钦(主持工作)、曲世全；组教处长万连

庆；行政处长陈文波，副处长阎永章(后调出)、王成章；除语

文教研室撤销，张闻多调离，其它教研室无变化。国际共运教

研组负责人为马德超。 、

1963年，党校撤销了基层党校工作处、时事政策教研室和

图书资料室。在国际共运教研组的基础上组建科学社会主义教

研室，由马德超主持工作。全校员工177人。
‘

1964年2月副教育长周岚离任。同时，任命马德超为科学

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庞兆华为哲学教研室副主

任。全校员工179人。
’

1965年10月，市委决定市团校迁回市委党校，内部称团训

处，由副处长马良瑶主持工作。至1966年6“文化大革命”开

始前，党校的机构设置为办公室、组教处、行政处、哲学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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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

室、团训处等8个处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党校被撤

销，各处室亦不复存在。

1977年11月2日，市委决定恢复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

1978年1月20日，市编委发出通知：市委党校内部机构设

办公室、组教处、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

主义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和行政处。人员编制190人。中层
1

干部任职情况是：教育长张玉芳，副教育长徐倜；办公室主任
‘

王玉臣，副主任安纯仁；组教处处长李应钦，副处长陈列、杨

一乔；哲学教研室主任阎文庆，副主任冯家骥；政治经济学教

研室主任杨文源，副主任罗洪鹏、裴洪瑞；党史党建教研室主

任梁志久；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陈铭卿，副主任李生录、马

德超；行政处处长陈文波，副处长李春发。

1979年，党校机构设置没有变动。3月5日市委组织部批

准丛选来任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

1980年1月28日，市编委通知，恢复市团校设在市委党

校，对内称团训处，编制7人。组建后由杜忠智担任负责人。9

月9日，市编委批准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分开，新增设党建教

研室。9月15日市委组织部批准丛选来任党建教研室主任，霍

宗孟为副主任；吴越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庚仁任行政处副

处长。

1981年5月22日，经市编委批准，党校成立理论研究室。 -

同年12月3日，市委组织部批准杨柱中任理论研究室主任。10

月12日，市委组织部批准杨鹏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

吕广金任行政处副处长。至1982年底，党校的机构设置是：办
’

公室、组教处、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教研室、

党建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理论研究室、行政处、团

训处等10个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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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党校进入正规化培训干部的新时期。根据形势发展

的需要，1月21日经市编委批准，党校增设经济管理教研室和

文史教研室。3月30日，又批准设立图书资料室。党校处室建

制达到13个。同年4月21日，市委组织部批准党校重新任命

一批中层干部：张玉芳任教育长；冯家骥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孙万仁任副主任；杨文源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

任，梁文福任副主任；贾海楼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梁志久任党史教研室主任，施善元任副主任；丛

选来任党建教研室主任，霍宗孟任副主任；杨柱中任经济管理

教研室主任，邱增寿任副主任；金玉字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曹林春任副主任；阎文庆任组教处处长，陈列、安

纯仁任副处长；李应钦任办公室主任；孙澎任行政处副处长

(主持工作)；杨—乔任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许芳任

团训处副处长(主持工作)。7月30日，市委组织部批准徐葆林

任行政处副处长。

1983年8月13日，市委批准党校领导体制的改变，组建校

务委员会，并同意组建机关党委，受市委直属机关党委领导、党

校校委会指导。同年9月27日，党校召开第一次机关全体党员

大会，选举产生机关党委会和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党委

会选举李强为书记，李应钦、霍宗孟为副书记。

‘1984年，党校的机构设置没有变化，处室干部任职有增加。

4月11日，市委组织部批准；朱在山任办公室副主任，王道臣

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姜树林任文史教研室副主任(主

持工作)，赵晓航任团训处副处长。7月，金玉字任副教育长

(正处级)，李蔼华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10月，安纯仁任组教

处处长，庞兆华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刘盛德任理论研究室副主

任(主持工作)。是年，全校职工人数为231人。

1985年1月，党校机构又增加5个处室．共达18个。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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